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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除草剂及组合对芨芨草的防效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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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!

为筛选出对芨芨草具有高效防除作用的除草剂品种及组合$本研究采用茎叶喷雾法分别在芨芨草开花期和

平茬!成株芨芨草离地面
&G06

刈割#后第
#

天施药$测定了
&%

种常用除草剂品种和
"

个除草剂组合对芨芨草的防

除效果$获得了)花期茎叶喷施除草剂*和)平茬
o

喷施除草剂方式*清除芨芨草技术%

&

#开花期"

&F?

草铵膦
:J

在有

效剂量!下同#

!%G

;

(

D6

$时$药后
I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&%%?

'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剂量为
'$$EG

;

(

D6

$时$

药后
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FIE&F?

'

$!?

烯草酮
M(

剂量为
$&"

;

(

D6

$ 时$药后
&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
IIe%#?

'

&F?

草铵膦
:J&F%

;

(

D6

$

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#IEF

;

(

D6

$处理$药后
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
'&E#%?

%

$

#平茬后"

&F?

草铵膦
:J

&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均药后
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均大于
FI?

'

#%?

苯

唑草酮
J(

剂量为
$$EG

;

(

D6

$时$药后
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FGE'I?

'

$!?

烯草酮
M(

剂量为
&!!

;

(

D6

$时$

药后
I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FFE$&?

'

&GEF?

精喹禾灵
M(

剂量
&#G

;

(

D6

$时$药后
I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
FGE$"?

'

&$EG?

烯禾啶
M(&&$EG

;

(

D6

$

o&GEF?

精喹禾灵
M(&GEF

;

(

D6

$处理$药后
GB

见效$

#%B

鲜重防效达

'IE'I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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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防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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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CD

7

@:

0

&'

+

H;-A<3F&>$!P8G:A&!!

+

"

<>

$

(

A<-H3'A@3;-,,&H:H

0

3'

,@-=<B-&

+

<A@-:H<-FFFC$&P:AA<-#%A<F:

0

:'FA<--,,-HAL-

+

:'A3:HA:,A-@IF:

0

=C!<-,@-=<B-&

+

<AH3'A@3;

-,,&H:H

0

3,

S

5&J:;3,3

7

I1I-A<

0

;&GCFP8G:A&#G

+

"

<>

$

@-:H<-FFGC$"P:AA<-#%A<F:

0

C.<-'=

7

@:

0

&'

+

A<-<-@I

L&H&F-H3>L&':A&3'=3,

S

5&J:;3,3

7

I1I-A<

0

;&GCFP8G:A&GCF

+

"

<>

$

B&A<=-A<3U

0

F&>&$CGP8G:A&&$CG

+

"

<>

$

(

A<--,,-HAL-

+

:'A3:HA:,A-@GF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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芨芨草
C06/(%6&'*32

"

.&/$&/2QE

为多年生禾

本科芨芨草属杂草(幼嫩时为牲畜良好的饲草(生长

多年以后(茎叶粗糙且韧性较大(质量不高&

&

'

(家畜

采食困难(出现外围生长中间枯黄烂根的现象(草地

的质量和产量均降低*因此高龄芨芨草滩成为天然

草地改良的重要区域*芨芨草广泛分布于我国内蒙

古高原%黄土高原%新疆%青藏高原及河北等地*该

草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极强(种子产量高&

$

'

%繁殖系数

大(具有广泛的生态位点&

#

'

(是一种严重威胁草原生

态平衡的恶性杂草*目前(芨芨草的发生面积还在

不断扩大(在我国内蒙古%河北%甘肃等地(芨芨草呈

现出疯涨趋势(严重危害家畜健康和草原生态平衡*

为了控制芨芨草蔓延(萨赫都拉+霍曼%杨文忠等对

其防控技术进行了研究&

!G

'

*在芨芨草小面积发生

时(手工拔除不失为一种安全%有效的手段(但是费

时费力*实际情况是(芨芨草往往大规模连片发生(

且植株高大%根系牢固&

&

'

(人工拔除困难(倘若植株

处理不当(还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*可见(采用人

工防治芨芨草(得不偿失*化学防除是一种传统的

应急防控方法(通过科学的配伍%喷施除草剂(可以

对杂草进行选择性防除(不仅省时省力(而且见效

快%效果好(易于大面积应用(特别适合芨芨草这种

连片式分布的杂草*

本文通过茎叶喷雾法(对
&%

种除草剂及
"

个除

草剂组合进行田间筛选试验(旨在筛选出对芨芨草

具有高效防除作用的除草剂品种和组合(为日后大

面积示范推广提供理论依据*

?

!

材料与方法

?>?

!

试验地概况

两块试验地#

#

%

&

$(相距约
G%6

(均位于河北省张

家口市张北县境内(地处
!&S$'f&IgV

(

&&GS$f&gM

(海拔

&!G%6

(年平均气温
'i

(年平均降水
!%G66

(属于

温带大陆性草原气候)年平均蒸发量
&I&$E#66

(

相对无霜期
'%

!

&$%B

(年日照时数
$"%%

!

#$%%D

)

研究区域土壤类型主要为沙壤土*

?>=

!

供试除草剂

试验选用的芨芨草为野生植物材料)试验选用

不同类型的茎叶处理剂共
&%

种*其中(广谱灭生性

除草剂有
$

种(选择性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有

F

种*

?>H

!

试验设置

供试的
&%

个除草剂品种分别设置为
:

!

O

组!

:E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#

;

8

+,

D>93*.Z)9>

,

->

,+

836Z

6>5)16

$

:J

(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)

\E&F?

草铵

膦#

;

81/>9)53*.Z366>5)16

$

:J

(德国拜尔股份公司)

(E$!?

烯草酮#

08.*D>B)6

$

M(

(一帆生物科技集团

有限公司)

Ê&$EG?

烯禾啶#

9.*D><

+

B)6

$

M(

(中农

立华#天津$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)

ME&%EF?

高效氟

吡甲禾灵#

D38><

+

/>

,

Z-Z6.*D

+

8

$

M(

(美国陶氏益农

公司)

XE&G?

精吡氟禾草灵#

/813N)/>

,

Z-Z71*

+

8

$

M(

(

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)

]E&GEF?

精喹禾灵#

j

1)N3Z

8>/>

,

Z-Z.*D

+

8

$

M(

(上海沪联生物药业#夏邑$股份有

限公司)

HE!?

烟嘧磺隆#

5)0>918/1->5

$

J(

(中国农

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厂)

[E&#?

草酮#

><3B)3N>5

$

M(

(辽宁省大连越达农药化工有限公司)

OE#%?

苯

唑草酮#

*>

,

-36.N>5.

$

J(

(德国巴斯夫欧洲公司)

UE

清水对照*根据每种除草剂推荐使用量(每组设置

了低%中%高
#

个使用剂量#表
$

$(共
#%

个处理组(每

个处理组设置
G

个重复*

为了提高对芨芨草防除效果(减少药物残留活

性(延缓除草剂抗药性的发生和发展&

"I

'

(参考张玉

聚等&

F

'的方法对部分不同性质的除草剂进行组合*

:(

!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$!?

烯草酮
M(

)

+

"F$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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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第
#

期 李炼等!

&%

种除草剂及组合对芨芨草的防效评价

\M

!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

)

(]

!

$!?

烯草酮
M(o&GEF?

精喹禾灵
M(

)

X̂

!

&$eG?

烯禾啶
M(o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)

]̂

!

&$eG?

烯禾啶
M(o&GEF?

精喹禾灵
M(

)

]H

!

&GeF?

精喹禾灵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)

MH

!

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*每个组合组

设置
#

个不同配比(配比分别是
&x&

%

$x&

%

&x$

#表
#

$(

每个处理设置
G

个重复*

?>!

!

试验方法

采用茎叶喷雾法*

$%&F

年
F

月
#

日傍晚(于试验

地
#

喷施
&%

种除草剂和
"

个除草剂组合(施药时芨芨

草处于开花期#株高
&#FE$G06w$%E%'06

$*为了减少

药物在植物体内的运输距离(我们还参考丁新峰等%

杨丹怡等的方法&

'&%

'

(

$%&F

年
F

月
&

日(于试验地

&

对成株芨芨草进行平茬#离地面
&G06

刈割$处

理(平均留茬高度为
&GE#"06w&E'$06

(并于平茬

后第
#

天#

$%&F

年
F

月
!

日$施药(施药时无大风%强

光*在施药前对整个小区进行基数调查(然后按照

兑水量
#%c

;

"

""I6

$的标准配制药液(用
$2

定量

喷雾器进行茎叶均匀喷雾(从低剂量到高剂量依次

处理(每个处理随机选取形态%大小%株高均相似的

G

株#重复
G

次$(确保施药前后
&$D

无降水(以清水

处理为对照*分别在药后第
&

%

#

%

G

%

I

%

'

%

&&

%

&#

%

&G

%

#%

天调查芨芨草中毒症状)药后
#%B

(地上部分齐

地面刈割(计算鲜重防效*

?><

!

防效计算及数据统计分析

参照郭成林等的方法(用第
#%

天鲜重防效作为

芨芨草防效的评价指标&

&&

'

(并用新复极差法进行统

计分析(比较各处理之间的差异*

鲜重防效
n

#对照植株地上部分鲜重
R

处理植株地上部分鲜重$

对照植株地上部分鲜重

h&%%?

*

=

!

结果与分析

=>?

!

开花期施药的防治效果

在芨芨草开花期施药(

&%

种除草剂药后
#%B

的

防治效果见表
&

*两种广谱灭生性有机磷类除草剂

对芨芨草具有较高的防除效果*其中(

!&?

草甘膦

异丙胺盐
:J

在有效剂量#下同$为
'$$EG

;

"

D6

$时(

药后
GB

可见效(

#%B

时鲜重防效达
FIe&F?

)在高

剂量
&G#IE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!B

可见效(

#%B

的鲜

重防效达
&%%?

*

&F?

草铵磷
:J

在剂量为
!%G

%

G!%

%

"I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IB

见效(

#%B

的鲜重防效均

达
&%%?

*

F

种选择性除草剂中(

$!?

烯草酮
M(

$&"

;

"

D6

$处理(药后
&GB

见效(

#%B

时鲜重防效达

IIe%#?

(有一定防除作用(但在
&!!

%

&F%

;

"

D6

$ 时

效果不明显(

#%B

鲜重防效亦不足
"G?

)

&$EG?

烯

禾啶
M(

在剂量为
&FIEG

;

"

D6

$时(

&G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I#E#F?

*其他
"

种除草剂(在推荐使

用剂量范围内(低%中%高
#

种剂量下(

#%B

防效均低

于
"%?

(尤其是
&#?

草酮
M(

组鲜重防效不

足
#%?

*

在芨芨草开花期施药(

"

种除草剂组合药后
#%B

的防治效果见表
$

*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

$!?

烯草酮
M(

组(剂量为
F$%

;

"

D6

$

o"%

;

"

D6

$

时(药后
G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'&E$"?

)剂量为

!&%

;

"

D6

$

o"%

;

"

D6

$时(药后
GB

见效(鲜重防效

为
"Ge"$?

)剂量为
!&%

;

"

D6

$

o&$%

;

"

D6

$ 时(药

后
G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I#E'"?

*因此(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$!?

烯草酮
M(

组合配比不

同(防效随之不同(而且不同配比的防效差异显著*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

组(剂

量为
#"%

;

"

D6

$

o#IEF

;

"

D6

$时(药后
GB

见效(鲜

重防效达
&%%?

)剂量为
&F%

;

"

D6

$

oIGE"

;

"

D6

$

时(药后
#%B

鲜重防效达
F'E&$?

)剂量为
&F%

;

"

D6

$

o#IEF

;

"

D6

$ 时(药后
#%B

鲜重防效达

'&e#%?

*可见(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

甲禾灵
M(

组整体防除效果较好*

&$eG?

烯禾啶

M(o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%

&$EG?

烯禾啶
M(o

&GEF?

精喹禾灵
M(

%

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o

!?

烟嘧磺隆
J(

和
&GeF?

精喹禾灵
M(o!?

烟嘧

磺隆
J(

组鲜重防效均在
I%?

以下(防除效果一般*

值得一提的是(

&$EG?

烯禾啶
M(o&G?

精吡氟禾

草灵
M(

组中(在剂量为
&&$EG

;

"

D6

$

o!IE$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&GB

见效(鲜重防效为
"FeFI?

(高于

&$eG?

烯禾啶
M(&G%

;

"

D6

$ 单用时的鲜重防效

G#E%$?

*

+

IF$

+



$%$%

表
?

!

?A

种除草剂在芨芨草开花期和平茬后期施药的防治效果?

$

"#$%&?

!

K+/-(+%&33&:-1+3?AU./01+3C&($.:.0&1+/:%49.*40&2,+

(

)09/09+./3%+E&(./

8

1-#

8

&#/01-,7

*

./

8

1-#

8

&

除草剂

H.-7)0)B.

有效成分

用量"
;

+#

D6

$

$

R&

>̂93

;

.>/

30*)4.)5

;

-.B).5*

药后
#%B

平均鲜重防效"
?

X-.9DW.)

;

D*0>5*->8.//)030

+

3/*.-#%B3

+

9

开花期

X8>W.-)5

;

9*3

;

.

平茬后期

J*16

,

)5

;

9*3

;

.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!;

8

+,

D>93*.Z)9>

,

->

,+

8366>5)16!&? :J '$$EG

#

FIE&Fw"E!F

$

7

#

'!EG%w#EI'

$

37

&$#%

#

'#E!$w"E&'

$

37

#

'FE&!w$EIG

$

37

&G#IEG

#

&%%E%%w%E%%

$

3

#

&%%E%%w%E%%

$

3

&F?

草铵膦
:J

!;

81/>9)53*.Z366>5)16&F? :J !%G

#

&%%E%%w%E%%

$

3

#

&%%E%%w%E%%

$

3

G!%

#

&%%E%%w%E%%

$

3

#

&%%E%%w%E%%

$

3

"IG

#

&%%E%%w%E%%

$

3

#

&%%E%%w%E%%

$

3

$!?

烯草酮
M(

!

08.*D>B)6$!?M( &!!

#

G"EGIwIEI"

$

B.

#

FFE$&w!E%&

$

37

&F%

#

"#E%'w&EG!

$

B

#

FGE#Gw&GE&F

$

37

$&"

#

IIE%#w"E''

$

0

#

'&E$Gw'EI!

$

37

&$EG?

烯禾啶
M(

!

9.*D><

+

B)6&$EG?M( &G%

#

G#E%$w!E#I

$

B./

#

!FEF!w&#E&"

$

B.

&"FEIG

#

!IEG"w&%E'&

$

./

;

D)

#

I&E"&w$#EGI

$

0

&FIEG

#

I#E#Fw'E'%

$

0

#

FFE$%w&$EG%

$

37

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

!

D38><

+

/>

,

Z-Z6.*D

+

8&%EF?M( 'IE$

#

#%E#IwFE%F

$

c86

#

GFE"Iw&GE#"

$

0B.

&&#E!

#

!"E""wFE$#

$

./

;

D)

#

G!E!"wIEF%

$

B.

&$'E"

#

GGE#Fw"EF%

$

B.

#

"#E$&w&GEII

$

0B

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!

/813N)/>

,

Z-Z71*

+

8&G?M( &#G

#

!#E$&w&GEII

$

/

;

D)

A

#

FGE$"w'E&G

$

37

&!&EIG

#

#"E!#w&%E$&

$

)

A

c8

#

F!E%'w'EI#

$

7

&!FEG

#

GGE!&w"E#F

$

B.

#

FIE$!w&#E#I

$

37

&GEF?

精喹禾灵
M(

!j

1)N38>/>

,

Z-Z.*D

+

8&GEF?M( #GEGG

#

&GEG!w!E&F

$

5

#

G#E"#wFE#$

$

B.

!IE!

#

#FE#%w&!E#"

$

D)

A

c

#

!'E$Fw"E'F

$

B.

G'E$G

#

!GE!!w'E""

$

./

;

D)

#

"$E$!w&#E&%

$

0B

!?

烟嘧磺隆
J(

!

5)0>918/1->5!?J( !$

#

#'EI#w'E&G

$

;

D)

A

c

#

!"E&!wGE#&

$

.

G&

#

G%E%GwGE%%

$

./

;

#

!FE#$w'E"!

$

B.

"%

#

G%E'$w#E$"

$

./

;

#

!'EF"wGEG"

$

B.

&#?

草酮
M(

!

><3B)3N>5&#?M( $'$EG

#

$GE#IwIE#!

$

65

#

$IEF$w'EI'

$

/

#'%

#

$"E$FwIE&'

$

865

#

#%E$#w&!EF%

$

/

!FIEG

#

$#E#!wFEF!

$

65

#

$IE&!wFE%$

$

/

#%?

苯唑草酮
J(

!

*>

,

-36.N>5.#%?J( $$EG

#

#!E&Fw&#EF

$

A

c86

#

FGE'IwGE'I

$

37

$!EIG

#

!FE#&w!E"$

$

./

;

D

#

F'EFGw$EFF

$

37

$I

#

!'EI"wIE&$

$

./

;

D

#

F'EIIwGE!&

$

37

!

&

$表中的防效为各重复平均值
w

标准差(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
%E%G

水平上差异显著*下同*

3̂*3)5*D.*378.3-.6.35wĴ Ê )//.-.5*8.**.-9)5*D.936.0>8165)5B)03*.9)

;

5)/)035*B)//.-.5*7

+

1̂5035

-

95.W618*)

,

8.-35

;

.*.9*

#

-

%

%E%G

$

EQD.936.3

,,

8).97.8>WE

!!

中毒症状!芨芨草经过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
:J

和
&F?

草铵膦
:J

处理后(第
G

天开始(茎叶出

现明显褪色(由绿色变为嫩绿色(第
G

!

I

天逐渐由

嫩绿色变成淡黄色(第
'

!

&&

天全株枯萎死亡)经

过
!?

烟嘧磺隆
J(

处理后(芨芨草在第
G

!

I

天叶

片开始出现明显的黄化(叶片上存在大量褐色药

斑(植株生长受到不同程度抑制)经过
$!?

烯草酮

M(

%

&$EG?

烯禾啶
M(

处理后(芨芨草生长受到明

显抑制(且茎节处出现明显烧伤痕迹)其他除草

剂(均在茎叶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药斑(防除效果

一般*

"

个除草剂组合中(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
:Jo$!?

烯草酮
M(

组(仅在剂量为
F$%

;

"

D6

$

o

"%

;

"

D6

$时(第
#

!

G

天叶片开始褪色(

'

!

&&B

叶

片完全枯黄)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$!?

烯草

酮
M(

%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
M(

组在
I

!

&#B

开始明显褪色(在第
&G

天时(所

有植株完全枯死*其他组合除叶片存在明显药斑

外(无其他明显中毒症状*

+

FF$

+



!"

卷第
#

期 李炼等!

&%

种除草剂及组合对芨芨草的防效评价

表
=

!

L

个除草剂组合在芨芨草开花期和平茬后期施药的防治效果

"#$%&=

!

K+/-(+%&33&:-1+3L:+7$./#-.+/1+3C&($.:.0&1+/:%49.*40&2,+

(

)09/09+#-3%+E&(./

8

1-#

8

&#/01-,7

*

./

8

1-#

8

&

除草剂组合

H.-7)0)B.

有效成分

用量"
;

+#

D6

$

$

R&

>̂93

;

.>/

30*)4.)5

;

-.B).5*

药后
#%B

平均鲜重防效"
?

X-.9DW.)

;

D*0>5*->8.//)030

+

3/*.-#%B3

+

9

开花期

X8>W.-)5

;

9*3

;

.

平茬后期

J*16

,

)5

;

9*3

;

.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$!?

烯草酮
M(

;

8

+,

D>93*.Z)9>

,

->

,+

8366>5)16!&? :Jo08.*D>B)6$!?M(

!&%o"%

#

"GE"$w$E'%

$

0B

#

&%%w%E%%

$

3

F$%o"%

#

'&E$"w'E"F

$

7

#

&%%w%E%%

$

3

!&%o&$%

#

I#E'"w$EF"

$

0

#

&%%w%E%%

$

3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

;

81/>9)53*.Z366>5)16&F? :JoD38><

+

/>

,

Z-Z6.*D

+

8&%EF?M(

&F%o#IEF

#

'&E#%w&&E'G

$

7

#

&%%w%E%%

$

3

#"%o#IEF

#

&%%E%%w%E%%

$

3

#

&%%w%E%%

$

3

&F%oIGE"

#

F'E&$w&%E%!

$

7

#

&%%w%E%%

$

3

&$EG?

烯禾啶
M(o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9.*D><

+

B)6&$EG?M(o/813N)/>

,

Z-Z71*

+

8&G?M(

G"E$Go!IE$G

#

GFE"$wIE%G

$

B.

#

IFEI#w&%E!F

$

70

&&$EGo!IE$G

#

"FEFIw!EF!

$

0

#

FGEI'w&&E%&

$

370

G"E$Go'G

#

#'E'#wIE!$

$

D

#

I'E$"w!EFI

$

70

&$EG?

烯禾啶
M(o&GEF?

精喹禾灵
M(

9.*D><

+

B)6&$EG?M(o

j

1)N38>/>

,

Z-Z.*D

+

8&GEF?M(

G"E$Go&GEF

#

!$E%Gw#EG"

$

;

D

#

F&E&%w&$EI$

$

70

&&$EGo&GEF

#

G%EF!wGE!'

$

./

#

'IE'Iw!EG!

$

3

G"E$Go#&E"

#

!'EG!w!E!!

$

/

;

#

'&E#'w&$E!$

$

37

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D38><

+

/>

,

Z-Z6.*D

+

8&%EF?M(o5)0>918/1->5!?J(

#IEFo&I

#

#GEI!wGE&%

$

D

#

G%E$%w&'E#%

$

B

IGE"o&I

#

#IE&!wGE'F

$

D

#

G#EIFw&!EF'

$

B

#IEFo#!

#

G#EF'w!E'$

$

./

#

I"EI%w"E"I

$

0

&GEF?

精喹禾灵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j

1)N38>/>

,

Z-Z.*D

+

8&GEF?M(o5)0>918/1->5!?J(

&GEFo&I

#

#!E!%w"E!'

$

D

#

!!EF#w&#E%!

$

B

#&E"o&I

#

!%EGGw!E%'

$

D

#

G!E!%wIE!#

$

B

&GEFo#!

#

!'E'%wIE&&

$

./

;

#

F!E#Fw&GE%&

$

70

=>=

!

平茬后施药的防治效果

在芨芨草平茬后施药(

&%

种除草剂药后
#%B

的防

治效果表明#表
&

$!

$

种广谱灭生性有机磷类除草剂均

对芨芨草具有高效的防除作用*其中
!&?

草甘膦异丙

胺盐
:J

在剂量为
'$$E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G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'!EG%?

)在
&G#IE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GB

见

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&%%?

*

&F?

草铵膦
:J

在
!%G

%

G!%

%

"IG

;

"

D6

$剂量下(药后
GB

见效且
#%B

鲜重防效

均达
&%%?

*

F

种选择性除草剂中(

$!?

烯草酮
M(

在

低剂量为
&!!

;

"

D6

$时对芨芨草有一定防除作用(药后

'B

见效(鲜重防效达
FFe$&?

(在
&F%

%

$&"

;

"

D6

$时(药

后
I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分别达
FGE#G?

%

'&E$G?

)

&$eG?

烯禾啶
M(

在剂量为
&"FEIG

;

"

D6

$时(药后

'B

见效(鲜重防效达
I&E"&?

(高剂量
&FIEG

;

"

D6

$

时(药后
'B

见效(鲜重防效达
FFE$%?

)

&G?

精吡氟

禾草灵
M(

在低%中%高
#

个剂量下(药后
IB

可见效(

鲜重防效分别为
FGE$"?

%

F!E%'?

%

FIE$!?

)值得

一提的是(

#%?

苯唑草酮
J(

在低剂量
$$EG

;

"

D6

$

时(药后
GB

可见效(鲜重防效也达
FGE'I?

)其他

!

种除草剂在推荐使用剂量范围内(低%中%高
#

个

剂量下(效果不显著且鲜重防效均低于
"G?

(

[

组鲜

重防效最低仅为
#%E$#?

*可见(

&F?

草铵膦
:J

%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%

$!?

烯草酮
M(

%

#%?

苯唑

草酮
J(

以及高剂量组
&$EG?

烯禾啶
M(

%

&G?

精吡

氟禾草灵
M(

在芨芨草平茬后施药(对芨芨草有一

定的防除效果*

在芨芨草平茬后施药(

"

种除草剂组合药后
#%B

的防治效果表明#表
$

$!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

$!?

烯草酮
M(

组(在剂量为
!&%

;

"

D6

$

o"%

;

"

D6

$

时(药后
#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&%%E%%?

(防除

效果较好*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

灵
M(

组(药后
GB

见效(鲜重防效均达
&%%?

*

&$eG?

烯禾啶
M(o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组和
&$EG?

烯禾啶
M(o&GeF?

精喹禾灵组鲜重防效均在
I%?

以

上(且在
&$eG?

烯禾啶
M(o&GEF?

精喹禾灵
M(

组剂

量为
&&$EG

;

"

D6

$

o&GEF

;

"

D6

$时(药后
GB

见效且

#%B

鲜重防效高达
'IE'I?

*

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组(剂量为
#IEF

;

"

D6

$

o

#!

;

"

D6

$时(药后
'B

见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
I"eI%?

)

&GEF?

精喹禾灵
M(o!?

烟嘧磺隆
J(

组(剂量为
&GEF

;

"

D6

$

o#!

;

"

D6

$时(药后
'B

见

效(

#%B

鲜重防效达
F!e#F?

*其他处理组均不足

+

'F$

+



$%$%

I%?

(防除效果一般*

中毒症状!芨芨草经过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和
&F?

草铵膦
:J

处理后(多数症状与开花期施药相

似(但在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低剂量组第
&GB

有

新叶长出)

!?

烟嘧磺隆
J(

%

$!?

烯草酮
M(

%

&$EG?

烯

禾啶
M(

中毒症状与开花期施药症状相似)经过
#%?

苯

唑草酮
J(

处理后(第
G

!

I

天开始叶片呈现淡白色且

生长停止(

&GB

全株枯萎死亡*其他除草剂以及
"

个除

草剂组合(中毒症状与开花期施药相似*

H

!

讨论

目前(对于芨芨草适宜除草剂品种的筛选试验

鲜有报道(常见的用于清除芨芨草属的除草剂品种为

草甘膦*萨赫都拉+霍曼的研究表明(

#%?

草甘膦在

'%%

;

"

""I6

$ 剂量下(对醉马的防除具有显著效

果&

!

'

)杨文忠等的研究也表明(

&%?

草甘膦在
$Gc

;

"

""I6

$剂量下(对醉马的清除效果较好&

G

'

*前人研

究虽然证明草甘膦对芨芨草属防除有显著的作用(

但不能证明草甘膦是防除芨芨草属最适宜的药*

芨芨草是一种危害性极强的杂草(由于其生长

点在地下(我们大部分选择了内吸传导型的除草剂

品种(并选择在其成株开花期和平茬后期施药*根

据冯莉等所述(成株开花期会有大量同化物向根部

转移&

&$

'

*如果在此时期施药(尤其是内吸传导型的

除草剂(可能会伴随同化物一同向根系转移(最终将

其根部的生长点杀死(从而起到防除作用)平茬是栽

培育种中一种常用的技术手段&

&#

'

(平茬后新生叶片

及茎秆生长旺盛&

&%

'

(吸收药剂的部位也相对集中(

而且传导至生长点的距离较短*因此(选择合适的

用药时期对芨芨草的防除至关重要*

本试验只是对常见的
&%

种禾本科除草剂及其

"

种除草剂组合进行了初步药效研究(所选用剂量

也均在常规剂量之下(考虑到对芨芨草周边其他禾

本科植物的保护(有必要对以上防效较好的除草剂

品种及组合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(以明确用于芨芨

草的最适使用剂量*

!

!

结论

通过茎叶喷雾法(可见平茬后施药整体防治效

果好于开花期施药*开花期施药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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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铵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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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

%

$!?

烯草酮
M(

%

&$EG?

烯

禾啶
M(

对芨芨草的防治效果较好)

&F?

草铵膦
:J

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M(

%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
:Jo$!?

烯草酮
M(

组合对芨芨草的防治效果较

好*平茬后施药(

&F?

草铵膦
:J

%

!&?

草甘膦异丙

胺盐
:J

%

$!?

烯草酮
M(

%

&$EG?

烯禾啶
M(

%

&G?

精

吡氟禾草灵
M(

%

#%?

苯唑草酮
J(

对芨芨草的防治

效果较好)

&F?

草铵膦
:Jo&%EF?

高效氟吡甲禾灵

M(

%

!&?

草甘膦异丙胺盐
:Jo$!?

烯草酮
M(

%

&$eG?

烯禾啶
M(o&GEF?

精喹禾灵
M(

%

&$EG?

烯

禾啶
M(o&G?

精吡氟禾草灵
M(

组合对芨芨草的

防治效果较好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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